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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分析，在完整參加過去兩屆大
選和兩屆中期選舉的習慣性選民中，哈里

斯的支持度超過特朗普4個百分點。在今屆選舉中
未滿26歲、無法完整參加過去至少兩屆大選的年
輕選民中，哈里斯支持度更超前特朗普20個百分
點。

「佛系選民」特朗普佔優
不過在難以捉摸的選民中，則是特朗普佔據

優勢。截至上月底民調顯示，在過去兩屆大選
中投票、但未有參與最近兩屆中期選舉的選民
中，特朗普支持度超出哈里斯14個百分點。至
於在過去兩屆大選中，至少沒有參加其中一次
的選民中，特朗普支持度也領先哈里斯約10個
百分點。
為積極動員這批投票意願不定的選民，兩黨均

投入巨資。共和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MAGA
PAC從上月初起，接連針對近350萬名搖擺州此
類選民投放廣告。民主黨超級 PAC「優先美
國」，也在廣告中試圖「施壓」這些選民投票。
廣告畫面中，一名女子略帶警告意味地說，「你
的投票歷史可是公開的，你的親友、同事、甚至
你喜歡的咖啡師，都會知道你有否投票。不要令

自己尷尬。」
報道分析，這些難以捉摸的選民通常對美國經
濟走向看法悲觀，許多廣告也大打經濟牌，試圖
增加吸引力。至於主要透過串流媒體，則是因這
些平台允許廣告商篩選觀眾群體，部分PAC甚至
會設法追蹤投放對象的地理位置，確認廣告成
效。MAGA PAC行政總裁大衛．李（譯音）指
出，截至上周四（10月31日），接收該PAC投放
廣告約400萬名潛在共和黨選民中，有近20%已決
定投票。

警告有否投票「人人知」
民主黨方面，一個名為選民資訊中心的PAC也
向搖擺州潛在民主黨選民發送郵件，當中列有收
件人過往的投票紀錄，並暗示收件人身邊的親友
可以知悉收件人今屆是否投票。根據聯邦選舉委
員會紀錄，該PAC今年將所有開支均列為「用於
反對特朗普當選」。
民調機構AFL-CIO前數據分析師卡爾齊克指
出，這種施壓選民投票的做法是否奏效，更多取
決於選民的信念：是否將定期投票視作公民責
任，過往的經驗表明這種做法有效，但能否最終
決定選情走向，將取決於具體情況。

掌握公民紀錄投放廣告 圖「刺激」投票意願未定群組

兩黨施壓佛系選民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大

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

陣營，都將衝刺拉票目標集中在搖擺州的「難以捉

摸選民」（Elusive Voters）身上。他們並非尚未決

定支持對象的搖擺選民，而是仍在猶豫是否投票。

《華爾街日報》指出，兩黨陣營都透過串流媒體投

放廣告，甚至精準掌握選民過往投票紀錄，希望刺

激他們投票，成為決定大選走向的潛在勝負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權典之 紐約報道）哈里斯還是特
朗普？2024年美國大選，要從這兩位中擇一。誰更適合？誰也說
不清。民調說的不算，專家也難以分析。社交媒體上，不少美國
華裔選民晒出完成投票的紀錄，大方表示自己投了特朗普，還呼
籲其他人一起送特朗普再入白宮。當地時間11月2日，距離美國
大選投票日3天時，記者走訪了位於紐約曼哈頓的唐人街，採訪
了多位華人選民，近七成支持同一位候選人—特朗普。
在美居住超過30年的林女士選擇在唐人街其中一個票站提前

投票，投給了特朗普。她向記者分享自己「做出艱難決定」的
心路歷程。四年前大選時，她個人非常不喜歡特朗普，因此投
票選了拜登。然而拜登上台執政後極其令人失望，治安轉差，
經濟下行，還令美國捲入一些戰爭，於是想「換人」。但最開
始仍是拜登和特朗普二選一，選不出來，換了哈里斯後，覺得
哈里斯沒有實績，也不喜歡。直到馬斯克支持特朗普，才下定
決心給特朗普投票，「馬斯克給了我信心，一個成功商人力挺
特朗普，商人逐利，看重穩定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林女士因
此願意給特朗普一個機會，希望他對美國社會帶來一些改變。
林女士表示，她滿意今年提前投票的安排，認為和往年相
比，今年投票過程沒那麼混亂。自己之所以堅持出來投票，是
因為希望在大選體現華裔參與，爭取華裔的政治話語權。實際
上，反非法移民話題、治安問題，是唐人街華裔選民關注的焦
點。其中不少人也投下「情緒票」—因為不喜歡某人，而將
選票給了某人的對手。

唐人街非法移民增加治安惡化
在美生活超過30年的劉先生從投票站出來後表示，因為登記

問題未能完成提前投票，但願意將自己的選票投給特朗普。他
表示自己最看重特朗普的打擊非法移民政策，因為近幾年，特
別是疫情後，很多來自墨西哥的偷渡客闖入美國，在唐人街也
多了很多非法移民，令本地治安惡化。
劉先生舉例，唐人街近年出現偷單車團夥，單車停放在樓下不

久，一眨眼就會被人偷走，「這在幾年前是不會發生的，車被
偷，只能再買，我很多朋友都遇到類似情況，治安真的太差
了。」劉先生希望特朗普能加強打擊非法移民，改善治安情況。
白先生的觀點和劉先生類似，也認為特朗普上台能大力打擊

非法移民，改善治安。不過與此同時，2021年1月6日撐特朗
普陣營引起的國會山騷亂，也讓選民如陳女士和關先生認為，
特朗普不可原諒。
關先生覺得特朗普「難搞」，揚言上任後要「炒掉很多

人」，自己要選擇哈里斯。陳女士則堅持「任何人都行，只要
不是特朗普。」很自然地，她將選票給了哈里斯。與她觀點相
反的另一位劉姓選民，則因為不喜歡哈里斯而投給了「一心一
意為美國人做事」的特朗普。
在社交媒體上，華裔選民也不吝表達自己，甚至在部分深藍州的

選民，稱期待本州選舉結果藍轉紅—其中包括傳統藍州紐約州。
翻查資料，最近幾年，華裔共和黨籍候選人開始在紐約州議會有所
斬獲，就連州長選舉結果地圖也出現了多個「紅點」。

「零元購」華裔商舖首當其衝
究其原因，很多人提到的治安問題，衝擊了民主黨華裔票
源—特別是「零元購」。受影響最嚴重的被盜店舖，排首位
的是位於藍州的紐約和洛杉磯，兩個城市2019年到2023年盜
竊案增長超過六成。其中，首當其衝被「打砸搶」的就是華裔
商舖。不少人將紐約今年飆升的犯罪率歸咎於2019年通過的保
釋改革法案，讓非重罪犯人可以免保釋費釋放，犯罪無成本。
也難怪，一向低調的華裔社群中，有不少人選擇提前投票給特
朗普，希望他能改變現狀。
過了這個周日，提前投票結束，經過周一（11月4日）1天
休整後，11月5日便是真正的大選決戰日。究竟紐約州會否變
色，共和黨州參議員候選人能否挑機民主黨現任州參議員，不
到最後一刻，誰也無法準確預測答案。

華裔選民憂治安 深藍紐約或轉紅？

香港文匯報訊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美國進步派陣營近年興起
的主張，旨在吸引少數族裔、女性和性小眾群體。《紐約時報》指出，從上屆
大選至今，身份政治在美逐漸遇冷，選民對削減執法經費、支持跨性別醫療、
廢除限制非法移民越境法案等主張並不感興趣。保守派陣營亦抓住機會，利用
經濟和移民等議題，吸引對身份政治不滿的選民支持，令進步派傳統票倉投票
走向更難預測。
報道指出，在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辯論中，部分候選人為吸引少數族裔選
民，主張削減執法經費、叫停私人醫保等措施，不過競選發現，這些大打身份政治
牌的候選人普遍表現欠佳。俄勒岡州波特蘭今年地方檢察官選舉中，主張將持有少
量毒品合法化的民主黨籍檢察官，最終不敵主張嚴厲打擊販毒的共和黨對手。

主張成共和黨攻擊目標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陣營試圖在身份政治議題上，攻擊進步派主張。在多
個搖擺州，共和黨陣營斥數千萬美元巨資投放廣告，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
曾承諾，為被聯邦機構拘留的囚犯和非法移民免費提供跨性別手術，引來熱議。
分析也稱，哈里斯在塑造競選形象時，沒有力推自己的亞裔和非裔身份，而
是尋找吸引不同選民群體的要點。例如哈里斯宣稱自己持槍，亦多次宣稱「做
所有美國人的總統」，在移民等議題上主張更強硬，並積極與前共和黨眾議員
利茲切尼等溫和派人士合作。
研究身份政治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家蒙克分析，透過身份政治解決美

國種族和性別不公問題的做法，如今趨於矯枉過正，未受廣泛歡迎，「身份政
治從一種學術理論，逐步進入社會各方面，但它擁有統治地位的短暫時代即將
結束。」蒙克認為，對於民主黨內進步派而言，「他們要考慮是否追求更極端
的身份觀念，這有一定影響力，但部分嚴重的過激行為正在被遏制。」

分析：「身份政治」遇冷
少數族裔等群體意向難料

香港文匯報訊 在未有決定投票的美國選民群體中，年輕男性更多支持共和
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華爾街日報》分析指出，這些男性選民被特朗普的
「男性主義」形象吸引，認可他的經濟和移民主張。但相較受墮胎權議題影響
的女性，年輕男性選民投票意願偏低，特朗普重視的陽剛形象，反而可能影響
他在女性群體中的支持度。
哈佛大學政治研究所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在30歲以下登記選民中，民主黨總
統候選人哈里斯領先特朗普約20個百分點，其中男性選民約55%支持哈里斯，
38%支持特朗普。不過在暫不確定投票的18歲至29歲男性中，特朗普領先哈里
斯約11個百分點。

男選民：「大男人」風格值得尊重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多次試圖吸引年輕男性，包括出席運動鞋展覽、亮相格鬥

冠軍賽等。他在上周四（10月31日）的競選活動期間，獲得社媒網紅、拳擊手
Jake Paul支持，後者在YouTube上擁
有約2,000萬粉絲，是吸引年輕男性選
民的重要人選。
報道指出，支持特朗普的年輕男性選
民，大多數是不滿自己被民主黨的身份
政治邊緣化。他們認為特朗普當選有助
提振股市，也支持打擊非法移民。屬搖
擺州的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高中體育教
師、25歲的梅哈克稱，「我曾經不是
特朗普支持者，但我們男人更喜歡特朗
普，他說話的方式值得尊重。」
不過競選策略師普遍認為，相較墮
胎權涉及女性身體自由，是吸引女性
選民的有力議題，選戰中吸引男性選
民的議題較少。政治研究所民調主任
沃爾普分析，特朗普在拉攏年輕男性
時，不能疏遠女性，「年輕世代是對
政壇最不滿的群體，想要鼓勵他們投
票，將是一大挑戰。」

獲網紅拳手Jake Paul加持
特朗普「重男輕女」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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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裔選民步入紐約唐人街一個投票站。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票站內投票情況。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票站內提供中文翻譯等服務方便華裔選民。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紐約大學華盛頓廣場公園，有人出售哈里斯競選徽章和磁石
貼。 特約記者權典之攝

●特朗普邀特朗普邀Jake PaulJake Paul拍拍TikTokTikTok宣宣
傳片傳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行人路過亞特蘭大大都會圖書館一個提前投票站行人路過亞特蘭大大都會圖書館一個提前投票站。。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動員能力成勝負關鍵


